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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緣起

我國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38條第 2項規定略以，民營事業機構員工總人

數在 67人以上者，進用具有就業能力之身心障礙者人數，不得低於 1%。

為了推動及呼應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提倡平等、融合與合理調整的理念，並

且協助企業落實身心障礙者定額進用制度，我國在 2011年引進日本為企業僱用身

心障礙者特別設計的「特例子公司」制度，明定於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38條

之 1，規定事業機構得與進用身障者人數達員工總人數 20%以上之關係企業（即

特例子公司）合併計算定額進用人數，據此，勞動部與各部會會銜發布輔導及獎

勵主管事業機構成立關係企業僱用身心障礙者辦法，輔導及鼓勵企業設立特例子

公司。

另一方面，考量我國以中小企業為主的經濟型態，與日本以大型企業為主不

同；而身心障礙者定額進用制度實施至今，企業不足額進用情形已有大幅改善，

依據 2017年 9月統計，具進用義務的民營事業機構 11,802家，有超過 87%已足

額、甚至是超額進用，未能足額進用的 1,447家之中，有 1,185家不足額 1人，

主要原因是身心障礙員工離職後，未及遞補進用所致，不足額人數達 10人以上者

僅5家，為此，勞動部也積極辦理支持性就業服務，除了一對一個別就業服務之外，

並推動群組就業模式，協助事業機構以群組模式進用身心障礙者，減少因人員流

動未及足額進用而發生需繳納差額補助費的風險，更有利於企業管理，且更能統

籌運用政府相關協助資源，降低企業對於進用身心障礙者可能增加經營成本的疑

慮。

許多有進用身心障礙員工經驗的企業，如義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友達光電

股份有限公司都認為，身心障礙者透過適性訓練或職務再設計，其工作效率、能

力與一般員工無異，工作態度及穩定度甚至超越一般員工，更能激勵一般員工工

作士氣，提升整體效能。善用身心障礙人力資源不僅是企業社會責任的實踐，也

將是因應高齡化、少子化的經營潮流，請一起投入促進身心障礙者就業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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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事業機構大量進用身心障礙者模式介紹

一、成立關係企業 ( 特例子公司 )

何謂特例子公司？

「特例子公司」是日本為企業僱用身心障礙者特別設計的制度，我國在

2011年引進明定於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它是指代替母公司僱用身心障

礙者的專門子公司，子公司可以經營與母公司相關的事業，例如：母公司本

來要委外經營的工作，可由特例子公司負責。

成立特例子公司有什麼好處？

1. 事業機構可與特例子公司合併計算身心障礙定額進用人數，一次僱用多位

身心障礙者，立即成為足 /超額進用單位，解決不足額進用需繳納差額補

助費的問題。

2. 事業機構在規劃設立特例子公司的過程中，透過專業評估、協助，分析選

擇適合身心障礙者從事的業別，參考日本經驗，多將原本事業機構例行須

委外處理的業務，由轉投資的特例子公司來處理，不但可使身心障礙者工

作能力得以充分發揮，提高生產力，也使事業機構經營運作更有效率，創

造雙贏利潤。

3. 身心障礙者經過適性訓練或職務再設計，其工作效率能力與一般員工無

異，工作忠誠度較一般員工更高，有助於事業機構人力穩定。

4. 事業機構建構對身心障礙者友善就業環境的同時，也是在打造一個對所有

員工都友善、符合通用設計的職場環境，不僅一般員工亦蒙其利，更有助

於提升企業形象。

5. 特例子公司所生產的產品、服務，因為有身心障礙員工的參與而具故事

性，有助於行銷，更具市場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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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有何鼓勵及協助措施？

1. 有意設立特例子公司的事業機構需求者，可洽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各分

署。

2. 會同專家學者到工作現場，對職場無障礙環境改善、機具設備改善、提供

就業輔具、調整工作內容及流程等，給予諮詢意見，並協助申請職務再設

計補助，依身心障礙員工需求，補助購置就業輔具、改善工作設備、環境

及條件之費用。

3. 在協助招募身心障礙員工方面，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所屬各分署、全國

300餘個就業服務據點，以及各縣市政府就業服務單位，均會視需要辦理

專案徵才，並連結各大求職網站，協助媒合適合人才。

4. 依身心障礙者人數、以基本工資補助職場學習再適應津貼，另補助用人

單位工作教練輔導費每人每月 5,000元（最長 3-6個月）。僱用由公立就

業服務機構推介失業期間連續達 30日以上之身心障礙者，連續僱用滿 30

日以上，提供僱用獎助津貼，最高 12個月。

5. 事業機構遇有身障員工適應困難，或對身心障礙者特性、需求不瞭解時，

各縣市政府設有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窗口及全國各就業服務系統，可

提供個別工作協助，有助於公司輔導管理。

6. 提供人力資源提升計畫補助，協助在職員工進修訓練。

7. 各部會訂有輔導及獎勵事業機構成立關係企業僱用身心障礙者辦法規定，

可依其規定申請獎勵或輔導措施 (詳如第四章 )。

8. 勞動部每年辦理金展獎評選，針對進用身心障礙者績優單位，頒發獎金並

公開表揚，為公司社會形象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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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群組就業模式

何謂群組就業模式？

群組就業，是藉由就業服務員提供工作現場支持，或運用工作流程調整

設計，例如生產線分工，協助事業機構進用多位具有就業意願，且就業能力

或特質適合以團體合作作業方式的身心障礙者，在與一般員工融合的就業環

境中穩定工作。

實際案例

成立於 1995年的志鋼金屬股份有限公司，因應產業轉型，在 2013年

由勞動部輔導協助下，依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38條之 1規定，在台南

市投資成立國內首家特例子公司「環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進用了 15名

身心障礙者，占該公司員工總數的 70%，而志鋼公司也因此獲得 2014年

勞動部金展獎優良事蹟獎殊榮。

環鋼科技公司「臺灣金屬創意館」，成功將製造業與服務業結合，突

破金屬製造業給人冰冷生硬的印象，融入創意，成為國內第一家金屬文創

觀光工廠，並在 2014年獲選為國際亮點觀光工廠。

志鋼公司總經理郭治華指出，成立特例子公司不僅可促進身心障礙者

就業，更可解決勞工不足、需要聘用外勞等人力需求，並且對於企業在致

力追求企業社會責任，更是相當好的方法。

目前在新北市、桃園市、臺南市，共計 4家事業機構成立關係企業並

經縣市政府核准合併計算定額進用人數，合計已進用 32人，所進用的身心

障礙者類別包括肢障、聽語障、智能障礙及視障，公司業別包括金屬製造

業、紡織業、公寓大廈管理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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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群組就業模式進用身心障礙者有什麼好處？

1. 事業機構一次僱用多位身心障礙者，立即成為足 /超額進用單位，解決不

足額進用需繳納差額補助費的問題。

2. 事業機構可根據各部門特性設計工作流程，採直線物流生產作業，再依每

位身心障礙者障別、個別特性，調整改善佈線，組合完成產出，或結合支

持性就業服務員提供職場支持、小組作業訓練等資源，強化身心障礙者生

產作業的精確性及工作產能。

3. 身心障礙者在職場上獲得同儕支持，再加以適性訓練或職務再設計，其工

作效率能力與一般員工無異，工作忠誠度較一般員工更高，有助於事業機

構人力穩定。

4. 事業機構建構對身心障礙者友善就業環境的同時，也是在打造一個對所有

員工都友善、符合通用設計的職場環境，不僅一般員工亦蒙其利，更有助

於提升企業形象。

政府有何協助措施？

1.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各分署及各縣市政府勞政窗口，可提供各項諮詢及進

用協助。

2. 會同專家學者到工作現場，對工作流程分析、職場無障礙環境改善、機具

設備改善、提供就業輔具等，給予諮詢意見，並協助申請職務再設計補助，

依身心障礙員工需求，補助購置就業輔具、改善工作設備、環境及條件之

費用。

3. 在協助招募身心障礙員工方面，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所屬各分署、全國

300餘個就業服務據點，以及各縣市政府就業服務單位，均會視需要辦理

專案徵才，並連結各大求職網站，協助媒合適合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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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提供職場學習再適應津貼，依僱用身心障礙者人數、以當月基本工資補

助，並補助用人單位工作教練輔導費。僱用由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推介失業

期間連續達 30日以上之身心障礙者，連續僱用滿 30日以上，並依僱用

身心障礙者人數提供僱用獎助津貼。

5. 事業機構遇有身障員工適應困難，或對身心障礙者特性、需求不瞭解時，

各縣市政府設有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窗口及全國各就業服務系統，可

提供個別工作協助，有助於公司輔導管理。

6. 提供人力資源提升計畫補助，協助在職員工進修訓練。

7. 勞動部每年辦理金展獎評選，針對進用身心障礙者績優單位，頒發獎金並

公開表揚，為公司社會形象加分。

實際案例

創立於 1980年的祥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 10月開始與財團法

人桃園縣私立脊髓損傷潛能發展中心合作，成立「輪椅生產線」進用身障

員工。

祥儀企業是製造齒輪箱、馬達的高精密工業公司，特地為脊髓損傷者

打造「輪椅生產線」，從事機器人齒輪箱馬達的組裝工作，並任派一位專

職組長協助溝通及處理線上所有身心障礙同仁的任何問題，將原本需要站

立的生產模式，調整成坐式產線，依身障員工特性安排適當職務，現在產

線所有成員均已能達成一般員工的產能標準。該公司已進用19位身障員工，

且包括各種障礙、等級，2014年因此獲頒勞動部金展獎優良事蹟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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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相關服務措施及資源

一、職務再設計服務

服務重點：

透過專業評估，為協助身心障礙者排除工作障礙，以提升工作效能促進就

業，所進行之改善職場工作環境、工作設備、工作條件、提供就業所需之輔

具及調整工作方法之措施。

申請資格：

1. 僱用身心障礙員工之公、民營事業機構、政府機關、學校及團體。

2. 公立職業訓練機構。

3. 接受政府委託辦理職業訓練之單位或居家就業服務之單位。

4. 身心障礙自營作業者。

改善項目：

1. 改善職場工作環境－為協助身心障礙者就業，所進行與工作場所無障礙環

境有關之改善。

2. 改善工作設備或機具－為促進身心障礙者適性就業、提高生產力，針對身

心障礙者進行工作設備或機具之改善。

3. 提供就業所需之輔具－為增加、維持、改善身心障礙者就業所需能力之輔

助器具。

4. 改善工作條件－為改善身心障礙者工作能力，所提供身心障礙者必要之工

作協助，包括提供身心障礙者就業所需手語翻譯、聽打服務、視力協助或

其他與工作職務相關之職場人力協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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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調整工作方法－透過職業評量及訓練，依身心障礙者特性，分派適當工

作，包括：工作重組、調派其他員工和身心障礙員工合作、簡化工作流程、

調整工作場所、避免危險性工作等。

補助金額：每名身障員工或每名自營作業者，每年最高補助 10萬元。

受理單位：各縣市政府。

二、職場學習及再適應計畫

計畫重點：

協助具失業身分之身心障礙者就業準備及就業適應，透過事業機構或團體提

供職場學習及再適應機會，使其重返職場。

申請資格：

有意參與計畫的民間團體、公、民營事業機構。

補助項目及金額：

1.職場學習及再適應津貼－提供職場學習及再適應時數比照正常工時者，每

人每月按每月基本工資核給；比照部分工時工作者，每人每小時按每小時

基本工資核給，且每週不超過 35小時。

2.用人單位工作教練輔導費－提供職場學習及再適應時數比照正常工時者，

依據所進用身障者人數，補助每人每月 5,000元，比照部分工時工作者，

補助每人每小時 25元，每週不超過 35小時。

補助期間：最長 3個月，經評估同意後得延長至 6個月。

受理單位：各公立就業服務機構。



第
三
章

第
二
章

第
一
章

第
四
章

第
五
章

9幸福企業新思維 -特例子公司進用身心障礙者措施

三、僱用獎助措施

服務重點：

為增加雇主僱用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所推介身心障礙勞工之意願，提供雇主獎

助津貼，協助雇主降低僱用成本及鼓勵失業身障勞工投入勞動市場，促進其

穩定就業。

申請資格：

向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求才登記，並僱用經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推介全時

（月薪制）或部分工時（非月薪制）之失業身障勞工，僱用連續達 30日以

上之民營事業機構、團體、私立學校。

補助額度：

按月計酬方式給付工資者，每人每月補助 13,000元，非按月計酬者，每人

每小時補助 70元，每月最高補助 13,000元，最長以 12個月為限。

受理單位：各公立就業服務機構。

四、企業人力資源提升計畫

計畫重點：

為協助民營事業機構、非營利法人或團體辦理在職員工進修訓練，擴展訓練

效益，持續提升人力素質，累積國家人力資本，提升整體競爭力。

申請資格：

1.受僱勞工參加就業保險人數在 51人以上之民營事業機構。

2.受僱勞工參加就業保險人數未滿 51人，且具備下列條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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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具有 TTQS企業機構版評核結果為通過以上或辦訓能力檢核表為合格

者。

(2)曾獲得「國家人力創新獎」、「國家訓練品質獎」或「國家人才發展

獎」，申請小型企業人力提升計畫，經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各分署認

定已具有辦訓能力而不予提供後續訓練課程辦理事宜者。

(3)接受小型企業人力提升計畫輔導服務及訓練課程達 3年，已不符申請

該計畫者。

訓練計畫型態：

1.個別型訓練計畫：由 1家事業單位申請規劃辦理。

2.聯合型訓練計畫：由 1家具備訓練規劃執行經驗之事業單位申請辦理聯合

訓練，並結合 1家以上具產業或區域發展關聯性之事業單位參加。

3.產業推升型訓練計畫：以經濟部「推動中堅企業躍升計畫」遴選之「重點

輔導企業」與「卓越中堅企業獎」獲獎單位及勞動部遴選之「國家人力創

新獎」、「國家訓練品質獎」與「國家人才發展獎」獲獎單位為申請對象。

補助額度：

1.個別型訓練計畫之事業單位，最高補助 95萬元。

2.聯合型訓練計畫之事業單位，最高補助 190萬元。

3.產業推升型訓練計畫之事業單位，最高補助 200萬元。

受理單位：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所屬各分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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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鼓勵事業機構成立關係企業相關法令規範

經濟部輔導及獎勵主管事業機構成立關係企業僱用身心障礙者辦法
101年 06 月 20 日 

第 1 條 本辦法依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三十八條之一第三項

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本辦法所稱主管機關為經濟部；所稱勞工主管機關為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第 3 條 本辦法所稱事業機構指經濟部主管並依公司法設立之公司；所稱關係企業，

指事業機構持有他公司有表決權之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三分之一以上者。

第 4 條 事業機構依本法第三十八條之一第一項規定成立關係企業並符合下列要件

者，得檢具相關文件，向主管機關申請輔導及獎勵：

一、投資關係企業之金額達新臺幣五十萬元。

二、事業機構與成立之關係企業預定僱用或僱用身心障礙者人數合併計算

達三人以上。

前項相關文件規定如下：

一、申請書。

二、已僱用之身心障礙者之身心障礙證明、勞保投保證明及僱用證明。

三、其他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

第 5 條 符合前條規定之事業機構或其成立之關係企業，向主管機關申請創新研

發、經營管理、財務融通、人才培訓、發展國際品牌、引進技術及主管機

關所推動相關計畫等輔導或補助時，主管機關得優先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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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條 符合第四條規定之事業機構或其成立之關係企業，由主管機關轉請勞工主

管機關評估後提供身心障礙者特質之認識、工作能力評估、職業訓練、就

業媒合、支持性就業服務、工作分析、改善職場工作環境、改善工作設備

或機具、提供就業輔具、改善工作條件、調整工作方法、職業安全衛生等

輔導措施或經費補助。

前項主管機關轉請勞工主管機關評估時，應同時副知事業機構或其成立之

關係企業。

第 7 條 符合第四條規定之事業機構或其成立之關係企業，主管機關得予以獎勵；

獎勵方式包括頒給獎狀、獎牌、獎座或獎金；對於進用身心障礙者有重大

貢獻之事業機構，主管機關得會同勞工主管機關予以公開表揚。

第 8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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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輔導及獎勵主管事業機構成立關係企業

僱用身心障礙者辦法
103 年 04 月 23 日 

第 1 條 本辦法依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三十八條之一第三項

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本辦法所稱主管機關為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所稱勞工主管機關為勞動部。

第 3 條 本辦法所稱事業機構，指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主管並依公司法設立之公司；

所稱關係企業，指事業機構持有他公司有表決權之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三

分之一以上者。

第 4 條 事業機構依本法第三十八條之一第一項成立關係企業並符合下列要件者，

得檢具相關文件，向主管機關申請輔導及獎勵：

一、投資關係企業之金額達新臺幣五十萬元。

二、事業機構與成立之關係企業預定僱用或僱用身心障礙者人數合併計算

達三人以上。

前項相關文件規定如下：

一、申請書。

二、已僱用身心障礙者之身心障礙證明或手冊、勞保投保證明及僱用證

明。

三、其他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

第 5 條 符合前條規定之事業機構或其成立之關係企業，向主管機關申請創新及研

發新種金融商品時，主管機關得優先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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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條 符合第四條規定之事業機構或其成立之關係企業，由主管機關轉請勞工主

管機關評估後提供身心障礙者特質之認識、工作能力評估、職業訓練、就

業媒合、支持性就業服務、工作分析、改善職場工作環境、改善工作設備

或機具、提供就業輔具、改善工作條件、調整工作方法、職業安全衛生等

輔導措施或經費補助。

前項主管機關轉請勞工主管機關評估時，應同時副知事業機構或其成立之

關係企業。

第 7 條 符合第四條規定之事業機構或其成立之關係企業，主管機關得頒給獎狀、

獎牌、獎座或以其他獎勵方式予以獎勵；對於進用身心障礙者有重大貢獻

之事業機構，主管機關得會同勞工主管機關予以公開表揚。

第 8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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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主管事業機構成立關係企業僱用身心障礙者輔導及獎勵辦法
103 年 05 月 16 日 

第 1 條 本辦法依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三十八條之一第三項

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本辦法所稱主管機關為交通部；所稱勞工主管機關為勞動部。

第 3 條 本辦法所稱事業機構指交通部主管並依公司法設立之公司；所稱關係企業，

指事業機構持有他公司有表決權之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三分之一以上者。

第 4 條 事業機構依本法第三十八條之一第一項規定成立關係企業並符合下列要件

者，得檢具相關文件，向主管機關申請輔導及獎勵：

一、投資關係企業之金額達新臺幣五十萬元。

二、事業機構與成立之關係企業僱用身心障礙者人數合併計算達三人以

上。

前項相關文件應包含下列資料：

一、申請書。

二、已僱用之身心障礙者之身心障礙證明或手冊、勞保投保證明及僱用證

明。

三、其他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

第 5 條 符合前條規定之事業機構及其成立之關係企業，向主管機關申請交通運輸

管理、觀光旅遊管理、倉儲物流管理、創新研發、創新服務、經營管理、

人才培訓、發展國際品牌、引進技術及主管機關所推動相關計畫等事項之

輔導或補助時，主管機關得優先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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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條 符合第四條規定之事業機構或其成立之關係企業，由主管機關轉請勞工主

管機關評估後提供身心障礙者特質之認識、工作能力評估、職業訓練、就

業媒合、支持性就業服務、工作分析、改善職場工作環境、改善工作設備

或機具、提供就業輔具、改善工作條件、調整工作方法、職業安全衛生等

輔導措施或經費補助。

前項主管機關轉請勞工主管機關評估時，應同時副知事業機構或其成立之

關係企業。

第 7 條 符合第四條規定之事業機構及其成立之關係企業，主管機關得定期予以獎

勵；獎勵方式包括頒給獎狀、獎牌、獎座或獎金；對於進用身心障礙者有

重大貢獻之事業機構，主管機關得會同勞工主管機關予以公開表揚。

第 8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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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部輔導及獎勵主管事業機構成立關係企業僱用身心障礙者辦法
103 年 07 月 31 日 

第 1 條 本辦法依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三十八條之一第三項

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本辦法所稱主管機關為文化部；所稱勞工主管機關為勞動部。

第 3 條 本辦法所稱事業機構指文化部主管並依公司法設立之公司；所稱關係企業，

指事業機構持有他公司有表決權之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三分之一以上者。

第 4 條 事業機構依本法第三十八條之一第一項規定成立關係企業並符合下列要件

者，得檢具相關文件，向主管機關申請輔導及獎勵：

一、投資關係企業之金額達新臺幣五十萬元。

二、事業機構與成立之關係企業預定僱用或僱用身心障礙者人數合併計算

達三人以上。

前項相關文件規定如下：

一、申請書。

二、已僱用之身心障礙者之身心障礙證明或手冊、勞保投保證明及僱用證

明。

三、其他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

第 5 條 符合前條規定之事業機構或其成立之關係企業，向主管機關申請文化資產

保存、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影視及流行音樂發展、人文發展、出版產業發

展、藝術發展、文化交流及主管機關所推動相關計畫等輔導或補助時，主

管機關得優先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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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條 符合第四條規定之事業機構或其成立之關係企業，由主管機關轉請勞工主

管機關評估後提供身心障礙者特質之認識、工作能力評估、職業訓練、就

業媒合、支持性就業服務、工作分析、改善職場工作環境、改善工作設備

或機具、提供就業輔具、改善工作條件、調整工作方法、職業安全衛生等

輔導措施或經費補助。

前項主管機關轉請勞工主管機關評估時，應同時副知事業機構或其成立之

關係企業。

第 7 條 符合第四條規定之事業機構或其成立之關係企業，主管機關得予以獎勵；

獎勵方式包括頒給獎狀、獎牌、獎座或獎金；對於進用身心障礙者有重大

貢獻之事業機構，主管機關得會同勞工主管機關予以公開表揚。

第 8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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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輔導及獎勵主管事業機構成立關係企業

僱用身心障礙者辦法
105 年 09 月 02 日 

第 1 條 本辦法依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三十八條之一第三項

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本辦法所稱主管機關為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所稱勞工主管機關為勞動部。

第 3 條 本辦法所稱事業機構，指其經營之業務經主管機關許可或特許之機構；所

稱關係企業，指事業機構持有他公司有表決權之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三分

之一以上，且投資本法第三十八條之一第一項所稱關係企業之他公司金額

達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者。

事業機構依本法第三十八條之一第一項合併計算定額進用人數時，應經主

管機關依前項規定認定其關係企業後，再向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勞工

主管機關申請合併計算僱用身心障礙者人數。

第 4 條 事業機構及其符合前條第一項規定之關係企業，僱用或預定僱用身心障礙

者人數合併計算達三人以上，並有證明文件者，主管機關得定期或不定期

予以輔導及獎勵。

前項證明文件指已僱用之身心障礙者之身心障礙證明或手冊、勞保投保證

明及僱用證明。

第 5 條 事業機構及其符合第三條第一項規定之關係企業，依法向主管機關申請輔

導時，主管機關得予優先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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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條 符合第四條規定之事業機構及其符合第三條第一項規定之關係企業，主管

機關得轉請勞工主管機關評估並提供身心障礙者特質之認識、工作能力評

估、職業訓練、就業媒合、支持性就業服務、工作分析、改善職場工作環

境、改善工作設備或機具、就業輔具、改善工作條件、調整工作方法、職

業安全衛生等之輔導措施或經費補助。

本會轉請勞工主管機關評估時，應同時副知該事業機構或其關係企業。

第 7 條 符合第四條規定之事業機構及其符合第三條第一項規定之關係企業，主管

機關得予獎勵，其獎勵方式如下：

一、頒給獎狀、獎牌或獎座。

二、對於進用身心障礙者有重大貢獻之事業機構，主管機關得會同勞工主

管機關予以公開表揚。

主管機關另得函請其他行政院所屬機關予以實質獎勵。

第 8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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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資源聯繫窗口

北基宜花金馬區

臺北市政府
臺北市勞動力
重建運用處

02-23381600 臺北市萬華區艋舺大道 101號 5樓

新北市政府 勞工局 02-29603456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 1段 161號 7樓

基隆市政府 社會處 02-24201122 基隆市義一路 1號

宜蘭縣政府 勞工處 03-9251000 宜蘭市縣政北路 1號

花蓮縣政府 社會處 03-8227171 花蓮市府前路 17號

金門縣政府 社會處 082-3324648 金門縣金城鎮民權路 173號

連江縣政府 民政處 0836-22485 連江縣南竿鄉介壽村 76號

桃竹苗區

桃園市政府 勞動局 03-3322101 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 1號

新竹市政府 勞工處 03-5324900 新竹市北區國華街 69號

新竹縣政府 勞工處 03-5518101 新竹縣竹北市光明六路 10號

苗栗縣政府
勞工及青年
發展處

037-322150 苗栗縣苗栗市府前路 1號

中彰投區

臺中市政府 勞工局 04-22289111 台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 3段 99號惠 
中樓 4樓

彰化縣政府 勞工處 04-7264150 彰化市中興路 100號

南投縣政府 社會及勞動處 049-2222106 南投市中興路 66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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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嘉南區

雲林縣政府 勞工處 05-5522810 雲林縣斗六市雲林路二段 515號

嘉義縣政府 社會局 05-3620900 嘉義縣太保市祥和二路東段 1號

嘉義市政府 社會處 05-2254321 嘉義市東區中山路 199號

臺南市政府 勞工局 06-6320310 臺南市新營區民治路 36號

高屏澎東區

高雄市政府 勞工局 07-8120028 高雄市前鎮區鎮中路 6號

屏東縣政府 勞工處 08-7558048 屏東市自由路 17號

澎湖縣政府 社會處 06-9274400 澎湖縣馬公市治平路 32號

臺東縣政府 社會處 089-351834 臺東市中山路 276號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各分署

單位 電話 地址

勞動力發展署
02-89956000
0800-777-888 新北市新莊區中平路 439號南棟 4樓

北基宜花金馬分署 02-89956399 新北市新莊區中平路 439號南棟 3樓

桃竹苗分署 03-34855368 桃園市楊梅區幼獅路二段 3號

中彰投分署 04-23592181 台中市西屯區工業區一路 100號

雲嘉南分署 06-6985945 台南市官田區工業路 40號

高屏澎東分署 07-8210171 高雄市前鎮區凱旋四路 105號




